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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更完美

　　ABSTRACT　U sing the F u Y in B ao K an Z i L iao (P hotocopy A rticles

in P eriod ica ls) as a sta t ist ica l sou rce, the au tho r draw s up a co re list of pe2
riod ica ls in lib rary and info rm at ion science by the syn thet ic sta t ist ica l

m ethod and m akes a comparison w ith the Core L ist of P eriod ica ls of N an2
jing U n 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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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哲学·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 指出: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

域的一流期刊是:《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

学报》; 核心期刊是:《大学图书馆学报》、《江

苏图书馆学报》、《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杂

志》、《情报资料工作》、《图书馆》、《图书馆建

设》、《图书馆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图

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和《现代图书情

报技术》。

在学术界, 核心期刊的确定是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 因为核心期刊是学术榜的统计

源, 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之多少不仅与著者

自身的声誉和学术地位有关, 而且将直接影响

著者单位在学术榜上的排名。因此, 核心期刊

的测定必须采用科学的测定方法——文献计

量法, 要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确定的核心刊

物要具有权威性和公认性。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首次以文献计量学

的核心期刊理论和方法为指南, 参考了我国

目前现有的几种《核心期刊目录》中的统计数

据, 在此基础上又广泛征求了各学科专家、学

者的意见, 因而, 测定的核心期刊基本上是准

确的、合理的, 具有权威性和公认性。然而, 由

于诸种因素的影响, 核心期刊在测定过程中

仍存在着一些偏差。

1. 1　核心期刊的数量过多

以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为例, 该学科的专

业刊物约 40 余种, 而核心期刊却占了 14 种

之多。布拉德福定律指出: 核心期刊区与其他

区之比是 1∶5∶52——也就是说每 30 种期

刊中才有一种核心刊物。据本人统计, 图书情

报学方面的论文约散布于 213 种期刊, 因而

该学科核心刊物的数量应以 7～ 8 种为宜。

1. 2　某些核心刊物无论其载文量或引文量

都未达到应有的标准

本想查点资料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探

索, 可是, 翻阅了近三年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1994～ 1996 年,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辑) , 发

现有关核心期刊测定方面的文章几乎为零。

为对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进行分析、验

证, 本人决定踏踏实实地做点统计工作。

2　核心期刊的统计源

所谓核心期刊, 通俗地说就是指那些信息

量大的学术性刊物。而核心刊物要信息量大又

必须做到两点: 载文量要大; 刊中每篇论文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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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比较高。

那么, 核心期刊的信息量又如何来测定

呢? 这就要看论文发表后社会反响如何。一

般来说, 核心刊物中含有大量的新数据、新资

料、新观点、新结论, 而这些数据、资料、观点、

结论又是论文著者亲手进行实验、统计、分

析、研究取得的, 因此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科

学工作者很可能从中受到启示并利用其中的

数据、资料对问题做进一步探索, 取得更大的

成果; 这些成果可能用于实际, 也可能以论文

形式进行发表。因而核心刊物的利用率 (引文

率、文摘率)一般都比较高。

质量低劣的刊物则不同, 刊中常见到编编

抄抄的平庸作品, 文章作者也不愿花大力气去

搜集资料, 更不愿去做艰苦细致的分析研究工

作。他们撰文的目的不是为发表自己的研究成

果而是为职称评定做准备。因而他们的文章总

是泛泛而谈, 言之无物, 这样的文章使科学工

作者望而却步,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综上所述, 可知测定核心期刊的信息量

的方法有二: 高质量论文的数量必须多; 文章

的利用率 (引文率、文摘率等)必须高。

现在, 我们再来寻找核心期刊的统计源。

根据核心期刊信息量的测定方法, 我认为人

大书报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作为核心期刊

的统计源比较合适。这是因为:

(1)《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出版物作为刊

中之刊在采文中不以报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

别为依据, 而是突出文献的学术内涵, 把分散

在数千种报刊中质量较高的论文分门别类地

集中起来, 体现了其客观和公正。

(2)《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出版物对其他

社会科学报刊的评价、鉴定作用已经得到广

泛的承认。当前全国期刊界和学术界评定期

刊质量和论文学术质量, 多把《复印报刊资

料》系列出版物的转载率作为主要参照指标。

而且这种做法正在逐步为我国行政管理部门

所接受和认可。据了解, 一些省的新闻出版管

理机构开始对各种刊物实行分级管理, 即根

据刊物质量评定等级, 不再按主办单位和行

政级别来确定刊物的等级, 而评定刊物等级

的重要依据之一, 就是其所载论文在《复印报

刊资料》系列出版物中选用的比例。

( 3)《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出版物对其选

用的文献不仅全文复制, 指出文献的出处, 而

且对文章的引文及参考文献也如实印出。这就

为我们对核心期刊进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以《复印报刊资料》为

统计源,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诸刊的被引次数

以及其论文的被转载数进行统计, 取得测定核

心期刊的必要数据。

3　核心期刊的测定

为了对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进行分

析、验证, 我们对近三年 (1994～ 1996 年)《复

印报刊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专辑》中所

转载的 966 篇论文以及论文后所附的参考文

献进行了统计分析 (见表 1)。
表 1　诸刊依被引次数排列

　　刊　　名 出 版 地
被引

次数

被转

载数

中国图书馆学报 北　　京 264 64

图书情报工作 北　　京 158 51

情报学报 北　　京 119 20

情报资料工作 北　　京 96 46

情报理论与实践 北　　京 90 40

情报科学 哈 尔 滨 87 7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　　京 84 34

图书馆 长　　沙 76 37

情报学刊 北　　京 74 4

图书馆杂志 上　　海 72 40

图书情报知识 武　　汉 63 16

四川图书馆学报 成　　都 55 16

情报业务研究 呼和浩特 52 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北　　京 45

图书与情报 兰　　州 44 27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银　　川 44 37

图书馆建设 哈 尔 滨 41 20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　　津 4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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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名 出 版 地
被引

次数

被转

载数

江苏图书馆学报 南　　京 37 10

图书馆学研究 长　　春 33 7

情报杂志 西　　安 31 36

图书馆学刊 沈　　阳 29

国外情报科学 长　　春 22 21

晋图学刊 太　　原 17 13

情报科学技术 北　　京 13 17

图书馆论坛 广　　州 13 24

山东图书馆季刊 济　　南 11 13

贵图学刊 贵　　阳 10 2

图书馆员 成　　都 10 10

图书馆界 南　　宁 10 6

津图学刊 天　　津 8 12

江西图书馆学刊 南　　昌 7

　　现在用表 1 中的数据来对图书馆学、情

报学领域的期刊进行测定。

3. 1　用布拉德福法进行测定

据统计,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 966 篇

论文散布于 213 种期刊。

用布拉德福定律 (1∶a∶a2, a≈ 5) 推算

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核心期刊的数量:

213 种× 1
30

= 7 种

　　将 213 种期刊按其被转载量 (被复印报

刊资料转载的论文数量) 的递减顺序排列, 那

么排在前列的 7 种刊物即核心刊物 (见表 2)。
表 2　依转载量择定的核心刊物

序号 　　刊　　名 被转载数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64

2 图书情报工作 51

3 情报资料工作 46

4 情报理论与实践 40

5 图书馆杂志 40

6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37

7 图书馆 37

　　必须指出, 载文量与转载量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载文量一般指某刊一段时间内刊载

的论文数量; 而转载量则指《复印报刊资料》

一段时间内转载某刊的论文数量。由于《复印

报刊资料》选文总是突出文献的学术内涵, 注

重高质量论文的搜集, 所以转载量在一定程

度上又反映了某刊一段时间内发表高质量论

文的数量——它是衡量期刊质量, 确定核心

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用布拉德福法测

定期刊时之所以用转载量来代替载文量, 主

要是因为布拉德福法只注重文献的数量, 忽

视了其质量。

3. 2　用引证法进行测定

以 966 篇论文后所附的 1755 条引文为

统计源, 统计出图书馆学、情报学诸刊的被引

次数。

计算出被引总次数的 5% 是

1755 × 5◊ = 878。

　　将图书馆学、情报学诸刊按被引次数的

递减顺序排列, 其前列的 7 种期刊的被引次

数之和为 898, 约占被引总次数的 5% , 那么

这 7 种期刊即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核心期

刊 (见表 3)。
表 3　依被引次数择定的核心刊物

序号 　　刊　　名 被引次数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264

2 图书情报工作 158

3 情报学报 119

4 情报资料工作 96

5 情报理论与实践 90

6 情报科学 87

7 大学图书馆学报 84

　　将布拉德福法和引证法两种测定的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综合, 最后确定出图书馆学、

情报学领域的核心期刊 (见表 4)。
表 4　综合鉴定法确定的核心期刊

序号 　　刊　　名
被引

次数

被转

载数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264 64

2 图书情报工作 158 51

3 情报学报 119 20

4 情报资料工作 96 46

5 情报理论与实践 90 40

6 情报科学 87 7

7 大学图书馆学报 84 34

8 图书馆 7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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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将本文确定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

核心期刊与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的相

比, 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本文确定的核心期刊在数量上是 8

种, 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8∶213≈ 1∶

30) ; 而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确定的有关

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核心刊物是 14 种,

在数量上过多 (14÷213≈ 1∶15> 1∶30)。

(2)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南京大

学《核心期刊目录》确定的有关图书馆学、情

报学领域的 14 种核心期刊, 其中有的无论在

转载量或被引次数上都未达到核心期刊应有

的标准。

( 3) 从表 1 中的数据来看《中国图书馆

学报》, 无论其被转载量或被引次数都位居第

一, 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刊物。

(4)《图书情报工作》的被转载量和被引次

数在表 1 中都位居第二, 也应列为一流刊物。

夏明顺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通讯地

址: 江苏南京, 邮编: 210093。

(来稿时间: 1997. 09. 11。编发者: 刘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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